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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助学

爱心寄语：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多掌握知

识，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靠你们年

轻人。

公益之路：今年是谭先生第 8 年来助学；他还连

续多年参加株洲晚报年底“为特困群众送年货”大型

公益活动捐赠。

几天前，谭先生来电：“小郑，今年报社还在组织

金秋助学的活动吗？”

接到这个熟悉的电话，记者脑海中立刻浮现出

了谭先生佝偻着背、行路艰难的模样。我知道接下

来他要干嘛，便连忙说：“你不要过来，我们记者上门

到您家，好不好？”

“不行不行，我自己送过来。”电话那头，他坚

持着。

8 月 15 日，芦淞区突降暴雨，准备出门的他只好

放弃出门。16 日下午，他来到了报社。记者看见，他

的背比去年更弯了，走路也是步履蹒跚。和往年一

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了 1000 元现金。“这是我的捐

款。”他平静地说道。

聊天中，记者获悉，谭先生现在一人独居，生活

有诸多不便。“我这个背是老毛病了，但休息一下就

能站直，走路久一点就成了现在这样。70 多岁了，驼

背很正常，身体有些毛病也不稀奇。”他乐观地笑着，

眼内满是充满沧桑的慈祥。

谭先生是《株洲晚报》的老读者。“每年这时候我

就琢磨着，现在已经八月中旬了，今年高考的大学生

快开学了，报社应该又在开展金秋助学了吧？”每年

到这个时候，他就特别关注报纸上的关于金秋助学

的消息。

谭 先 生 不 抽 烟 不 喝 酒 ，每 月 3 千 多 的 退 休 工

资 ，如 果 无 痛 无 病 ，生 活 上 也 是 够 用 了 。“ 感 谢 报

社 提 供 的 公 益 平 台 ，让 我 有 一 个 做 好 事 的 机

会 。”谭 先 生 表 示 ，可 以 报 道 他 捐 款 的 事 情 ，希 望

能 起 到 抛 砖 引 玉 的 作 用 ，让 更 多 的 人 关 注 这 个

公益活动。

“但不要写我的真实姓名，没必要。”他说，自己

做善事不是为了出名。

谭先生是一位很普通的老人，但他的一言一行，

让我感慨不已。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我心里默默祝

福他，希望他“好人一生平安”。

这几天，除了谭先生让我感动。还有一位微

信名叫“海安木门全屋定制”的朋友，转来 1200 元

的捐款。记者翻看手机聊天记录，发现他从 2017

年开始，就开始参与了助学捐款。第一次他银行

转账到报社的指定账号，2018 年跟记者加了微信

好 友 后 ，就 开 始 直 接 微 信 捐 赠 。 第 一 年 ，他 捐 款

700 元，2019 年捐款 1000 元，此后每年都捐款 1200

元。记者知道他在天元建材市场做生意，表示想

当面采访，他说：“款项随你安排，采访就不必了，

一份心意而已。”

为他点赞，8年持续助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腾讯公益“株洲晚报金秋助学”线上筹款正在进行

中。记者从后台看到，已有 41人次参与筹款。

记者逐一翻看捐款记录，捐款从 1 元至 200 元不

等。8 月 17 日上午，一名匿名的爱心网友捐款 200 元，

另一名爱心网友捐款 100 元，佳颖布行（小易）捐款 100

元。而发起“一起捐”的，目前为“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党支部”。

在捐款名单中，记者看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杨

先生！

他捐款 50 元，而在 10 余天前，杨先生通过微信捐

款 6000 元，资助一个贫困学生。而翻开记者与杨先生

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 年 9 月 4 日，杨先生主动加记者

微信，表示想参加助学，但那时，当年的助学已经结束，

记者建议他第二年再参加。

2021 年 8 月 16 日，杨先生主动与记者联系，捐款

1000 元助学，他说：“今年情况有点特殊，先一点点意

思，来年再努力。”

2022 年 1 月 6 日，杨先生在微信中说“我想为特困

户捐款送年货，可直接转款给你代办么？”得到肯定答

复后，杨先生捐款 2000元，慰问 4户困难家庭。记者想

采访他，他委婉拒绝。

2022 年 7 月 21 日，杨先生在微信里说：“想为贫困

学生尽点绵薄之力，麻烦代劳一下。”并附转账 6000

元。他的这笔捐款，资助了一个贫困学生。

2023 年 1 月 4 日，杨先生微信转账 2000 元，附一句

话：“捐赠送爱心年货”。

2023年 8月 7日，杨先生又在微信里说：“我想资助

一名贫困学子”，并附微信转账 6000元。

杨先生在长江路开了一家眼镜店。今年收到杨先生

的助学捐款后，记者想采访他，十分低调的他说：“采访就

算了，帮我物色一位学子，我一对一资助其到大学毕业。”

杨先生话不多，但目标明确。看着这 3 年来他的

“爱心账本”，记者心里满是感动。在此，记者代表得到

帮助的人对他说声：谢谢！

愿贫困学子们
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
鸿） 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贫困生

们应该拥有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近日，市

民李强（化名）拨打了爱心热线 28829110，再

次资助 1 名贫困大学生，每年捐赠 5000 元。

去年，李强已经资助过一名贫困大学生，同

样是每年捐赠了 5000元。

“我相对这些贫困生是幸运的，原本我

的认知里面并没有贫困生的概念。”李强告

诉记者，自己原本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从小

到大无论学业、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的。后

来，他爱上了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他去到

了许多贫困县、贫困村，亲眼见到了处于贫

困生活中的孩子们，他也深深感受到了哪些

孩子的求学欲望。

“至今，我在多个助学活动中资助贫困

大学生，数量已经超过 10 名。但我不希望

与受捐助的孩子有过多的接触，这样不会给

他们造成心理上的负担。我只希望捐助的

这个行为，能够帮助身陷贫困的孩子们走出

困境。未来只要我还有能力，我会一直捐助

下去。”李强说。

谢谢你，杨先生
腾讯公益“株洲晚报金秋助学”筹款正在进行中

扫
码
进
入
腾
讯
公
益
﹃
株
洲
晚
报
金
秋
助
学
﹄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我更想学法律，以

后能够帮助更多人。”昨日，小霞告诉记者，目前她已被湘潭大

学安全工程专业录取，但是大学期间也会关注法律专业，希望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小霞家住茶陵县湖口镇，多年来，爸爸一直在东莞打工，妈

妈则在家照顾她和弟弟、妹妹，偶尔接一些加工的活，以补贴一

些家用。

高考后，小霞去了一趟东莞，在工地上看到了忙碌的爸爸。

“室外温度很高，爸爸要为我们一家人忙碌，真的很辛苦。”小霞

表示，这次难得的假期，让她深深地感受到父母的不易。

小霞说，自己很喜欢法律专业，觉得很有意思，能够主持

正义，为弱势群体发声。但是高考投档后，被调剂到安全工

程专业。因此，她打算读大学后再转专业，或者利用其他时

间多学些法律知识，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小霞：想学法律，帮助更多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
鸿）“赚钱还是太不容易了，这一个多月下

来我深有体会。”近日，记者见到小婷时，她

刚结束了自己暑期的勤工俭学。

走进小婷的家中记者看到，小婷家的生

活用具都十分陈旧，而且缺少了很多常见生

活用品，甚至连电视都没有。另外，小婷家

的墙壁上有很多裂缝，有一些裂缝能塞进两

根手指。

据了解，小婷的奶奶身体一直很差，前

几年就因为心脏瓣膜问题做了手术，虽然手

术结果比较好，但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去

年，小婷的奶奶又因为脑溢血再次住院治

疗，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

霜了。目前，全家唯一的收入就是小婷的父

亲外出打零工，每月收入只有 3000元左右。

“爸爸为了让我读书实在太辛苦了，所

以高考结束之后，我也想办法找了几份暑假

工。期间我做过电话销售、派发传单等工

作，每天的收入有 80 元左右。现在虽然筹

了一些学费，但仍然有不小的缺口。”小婷

说。

“小婷在校期间当过多个学科的课代

表，老师们对她的工作都是高度赞扬的。”

小婷的班主任李老师告诉记者，小婷在校期

间学习上十分刻苦，而且性格十分开朗，和

全班同学都能打成一片。生活上小婷既非

常节俭，也非常能体谅父母的难处，平时基

本没有超出合理范围的消费。

“这次高考小婷其实并没有发挥出最好

的状态。希望小婷在大学里能够再接再厉，

争取早日帮助家庭走出困境。”李老师说。

她打多份暑假工为母分忧
【贫困生档案】
编号：023
姓名：小霞

性别：女
毕业学校：茶陵一中

高考分数：567分（物理

类）

高考志愿：湘潭大学

（已录取）

家庭情况：爸爸广东

打工，妈妈在家务农。

【贫困生档案】
编号：024
姓名：小婷

毕业学校：株洲市第四中学

高考成绩：490分（物理类）

录取院校：湖南文理学院（通信工程专业）

家庭情况：奶奶患有心脏病，去年又经

历了脑溢血，全家收入水平低。

他们，是手握柳叶刀的外科医

生；他们，是勇攀高峰的检验医生；他

们，在手术室里经历过无数次生死交

锋；他们，倾听、引导，将许多处于幻觉

妄想的病友拉回现实世界；他们是株

洲市三医院的医生，坚守岗位，默

默耕耘，演绎着平凡却动人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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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平凡却动人
——株洲市三医院致敬医师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芳 通讯员/李鹏

用爱点亮患者世界里的光
——临床心理科、株洲市2023年最美医师石欢

“误入”精神科，一恍十三年。

石欢笑称，自己一直想成为一名医

生，却在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精神

卫生专业，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她

收获到了满满的温情和感动。

毕业时，石欢有许多选择，沿

海 大 城 市 医 院 、家 乡 的 医 疗 单

位 ...... 但考虑再三，石欢决定来到

株洲——这座充满动力的城市。

“刚入职那会，精神科的专科

医生并不多，像我这种精神卫生专

业的更少，再加上当时精神病的治

疗都是管制式的模式，大众对精神

疾病的住院治疗比较抗拒，在他们

看来，治疗是与痛苦画上等号的。”

石欢回忆道。

石 欢 不 断 从 心 理 技 术 、药 物

调 整 方 面 入 手 ，想 给 来 就 诊 的 精

神 病 患 一 个 不 一 样 的 治 疗 过 程 ，

让 他 们 及 家 属 能 放 下 顾 虑 ，正 视

病情，在她的坚持下，慢慢取得了

一些成效。

入职两年后，石欢接诊了一位

刚研究生毕业的姑娘。因为刚参

加工作的原因，这位病患精神总是

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时常六神无

主，甚至出现了幻觉、妄想的症状，

严 重 影 响 到 了 日 常 生 活 与 工 作 。

石欢耐心与她沟通，尝试去了解她

的内心，有针对性地给她制定了治

疗方案。住院治疗一个月后，病患

康复出院。

“我给她制定了日常情景模拟

训练，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方式，和

她不断演练，助她重返职场。”石欢

说，她重新投入到工作与生活中，

直到现在，还会偶尔来咨询一些心

理问题。这么多年过去，这位病患

在自己的领域有了成就，这对于石

欢而言，欣慰的同时成就感满满。

一名女性患者，离异后的她与

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生活

的压力让她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异

样，经常幻想有人要害她，更怕前

夫家来抢他的儿子，在出现严重幻

觉的时候，被母亲送到了株洲市三

医院。石欢接待了她，发现患者很

偏激，不信任医生。

“病人的母亲也是六神无主，

完全管不了事，更指望不上她年幼

的儿子，于是整个住院治疗过程都

是我陪着她，帮她解决本来应该由

家人承担的许多事情，渐渐地，她

也把我当成了家人，一个月后她出

院了，重返了日常的生活，现在偶

尔还会在微信上与我联系。”石欢

很珍惜这份信任，她将信任传导给

更多的病友。

从过去的单一治疗模式，到现

在个性化治疗，石欢感言自己是与

医院共同成长，自己十余年的从业

经历，也见证着医院的发展。“我的

‘成长之路’，依托医院的发展，希

望大众能正确认识精神疾病，加深

对精神医学的理解，让我们都能拥

有一个健康的精神世界。”

多次深入抗疫一线
——检验科李岳丰

2022 年，对于李岳丰而言，是远行

与收获的一年。

这一年，他的足迹从繁华的上海

到高原西藏，再到近邻邵阳，而后返回

株洲，他的驰援路天南海北。

2022 年 5 月，上海新冠疫情告急，

李岳丰应召入沪。

“当时的检验量特别大，经常从下

午两点开始到凌晨一两点，不断有核

酸样本送达，我们在负压实验室，穿着

防护服，等全部结束时已经早上四五

点了。”李岳丰回忆，这样的强度持续

了 20天，直至疫情得到平稳控制。

时间来到 2022 年 8 月，有了驰援

经验的李岳丰，又被医院派往西藏山

南市扎囊县，参与核酸检测工作。

“除了工作强度，我们还需要适应

‘高反’，我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一来

就开始流鼻血，穿着防护服实在不方

便，我就任它流，反正流一会也就好

了。最难忘是第一次流鼻血后脱掉防

护服，下巴上全是血，周边的同事都吓

到了，我连忙解释没事儿。”李岳丰笑

着回忆那段苦中作乐的驰援日子。

在扎囊县奋战了 38 天后，李岳丰

返回株洲，没休几天，邵阳疫情告急，

他背起西藏回来还未整理的行囊又辗

转奔向了邵阳。

“当时我在新邵县和邵阳市来回

跑，大概持续了 20多天，就收到株洲有

疫情要求返回的消息，一下车家都没

回就被送到了荷塘区方仓实验室，随

后两个月我们都是在实验室、安置酒

店‘两点一线’之间奔波。”

身为实验室为数不多的男同志，

李岳丰承担了更多的体力工作。“核酸

提取、标本转运、医疗废物处理等体力

活我都包了。”实验室空间小，货架上

下叠放，要取物件就得反复上下蹲，就

在这不够转身的小小空间，李岳丰一

天要做上千次“深蹲”。每到深夜回到

安置酒店时，他才有了“腰痛得都不是

自己了的感觉”。

李岳丰一路奔波，在外乡的日子，

有时看着空荡的街道，看着深夜还在

巷子里徘徊的身影，总会想：“如果自

己能力更强，是不是能更多的帮助到

他们”。于是，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

心：“医学的本质是为人民健康服务，

我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让患者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

常怀悲悯之心
——急诊科贺慧珍
2016 年进入株洲市三医院，贺慧珍

在内科、急诊科轮转，待在急诊科的时

间更长，每每成功救治了病人，也会令

她更有成就感。而在无力之时，她内心

总会升起一股悲悯之心，哪怕她也早已

习惯急诊的快节奏，见证过更多生死。

2022 年底疫情爆发的那段时间，医

院成立了精神科重症救治病房，主要收

治精神科的新冠重症病人，贺慧珍加入

了这个临时病房。

“精神病人没有主诉，也没有主观

意愿，甚至他给出的信息与事实是完全

相反的，所以在用药、喂药的过程中，全

靠我们观察。再加上精神病人体质本

来就不如常人，在处理一些重症病患的

时候，更复杂一点，也更需要家属的支

持。”贺慧珍说。

“家属的配合在急诊更重要，我们

在遇到急性心梗病人时，家属充分听取

医生建议，能收获更好的抢救效果。”

急诊科的宗旨是生命第一，一直为

更好地服务患者迎难而上。贺慧珍深

知此理。她说：“除了日常救治，我们科

室还承担着医院的科普宣传工作，负责

第一目击者培训等。”

心肺复苏、AED 使用、溺水救治等，

急救科普旨在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贺慧

珍和急诊科的同事们，每个月都会深入

社区、机关单位及周边学校开展各类科

普宣传。

“医生是个很辛苦的职业，不仅因

为医疗工作本身，还因为医生要一辈

子学习，不可丝毫懈怠。医生要不停

歇地学习，不断接受再教育，是因为医

学发展和医疗临床特殊性决定的。”贺

慧珍感叹，唯有不断武装自己，提升自

己，才能帮助更多的病友，为他们带去

安慰。


